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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子钰

近日，热播网剧《女心理师》
罕见回应了该剧的网络评分差异。
在知乎平台，2万名观众给《女心理
师》打出了88%的推荐指数。豆瓣上
却呈现出另一番天地， 1 2 . 4万网友
打出的分数仅有5 . 3分，其中“一星
差评”占比22 . 9%。剧组表示，各打
分平台的评分他们都欣然接受，但
打分机制的问题不是剧方应该考虑
的问题。

无独有偶，备受期待的古装剧
《风起洛阳》，因“技术原因”实
际开播时间较预告推迟了近一个小
时。不料，无比尴尬的一幕竟发生
了：剧还没播，豆瓣上就准时出现
了 几 千 条 点 评 ， “ 五 星 好 评 ” 和

“一星差评”齐刷刷PK。观众不禁
纳了闷儿，这些网友到底是在哪看
的剧？

通常而言，网络评分往往代表
了 一 部 作 品 的 民 间 口 碑 、 社 会 评
价。公众越发习惯在看影视剧前查
看评分再作决定，他们首先淘汰的
是 低 分 作 品 。 而 评 分 高 吸 引 力 更
大，由此帮助影视作品在收视率、
播放率或票房等方面夺得优势，凸
显出经济和社会效益。所以，网络
评分无疑成了“香饽饽”，越发被
剧方和粉丝倚重。

如今，影视剧网络打分“注水严
重”，在业内几乎是心照不宣的事
实。查看上述两部作品的豆瓣评论
区，大部分网友关注的焦点几乎集中
在某个演员身上，“因为XXX来追的

剧”“XXX真帅”“XXX面瘫脸”等
倾向性明显的个人感受取代了围绕电
视剧本身而产生的客观评价。

更重要的是，一部剧中出现口
碑两极分化严重、“五星好评”和
“一星差评”分庭抗礼的情况，主
要源于不同粉丝群体之间的Ba t t l e。
尤其是有流量明星参与的作品，网
友经常用“刷好评”“无脑黑”的
方式稀释评分，或者上演“粉黑大
战”等混乱局面。

以《女心理师》为例，在只播出
前两集的情况下就有人贸然给出“一
星差评”，的确有“一竿子打死一部
剧”之嫌。有业内人士分析，这种情
况很有可能是流量明星的对家（与自
家偶像为竞争关系的明星）粉丝、水
军所为。“不管有没有看过剧，只要

是对家演的，粉丝们一定会奉上‘一
星差评’，以此拉低整部剧评分。如
果是自家偶像演的，刷‘五星好评’
是基本操作。”该业内人士说，《风
起洛阳》在豆瓣上提前出现的“五星
尬吹演技”“一星无脑黑”便是佐
证。

毫无疑问，“评分注水”已然成
为粉丝为偶像演艺事业保驾护航的一
把“利刃”，旁观者或许“一笑而
过”，殊不知它已经悄悄撕开了影视
作品网络评价体系的口子。观众没有
了提供真实评价的客观参考；平台丧
失了观众的信任；作品的创作活力被
恶意差评浇灭；三流制作被刻意扶上
“神坛”……一旦影视行业公正、公
平的评价土壤受到污染，还有谁能还
好作品一个公道？

□ 泉子

最近，一场场模仿清宫剧的场
景式直播就极为“出圈”，有一个
被网友戏称为“娘娘直播”的带货
团队，不仅服装、化妆、道具等硬
件精致考究，连续剧式的内容也狠
赚了不少流量。除了男扮女装、阴
阳怪气、群魔乱舞等视听奇观，与
不同画风主播的同框互动也吸粉无
数。有网友评论，直播都演出了电
视剧的效果。

与此同时，一大批曾经“不屑
于此”的演员，纷纷放下身段试水
直播。经过初入网络的手忙脚乱，
他们发现视频平台不过是拍摄片场
的转演，手机摄像头和摄像机镜头
其实并无二致，来上一系列“演技
小剧场”的日更短视频热场，似乎

又有了拍戏的感觉，还带动了自家
直播间圈粉无数，带货销量直线上
升。久而久之，原本的网络营销，
也渐渐从单一的背书模式，走向多
元，甚至要提高口才、场景、演技
来组织“名场面”。而那些“专业
对口”的演员在这个新舞台上使出
看家本领，自然而然地就把相当一
部分网红的“饭碗”抢走了。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网红和
影视明星，似乎是两个完全对立的
群 体 。 而 当 下 ， 这 两 个 群 体 互 相
“卷”了起来：明星不琢磨演戏，
一门心思搞起了直播，网红则“奋
发图强”，誓用演技“闯”出一片
新天。

何以要“卷”？因为直播场域
的原有秩序正在被重构：光彩夺目
的演员看到直播这一风口，要分一

杯羹。原来的网红当然也不可能坐
视流量的流失，他们接地气、大众
化和“面对面”交流的优势被明星
追平后，便不约而同地把直播领上
了精细化的道路，进而催生了泛娱
乐化、剧本化的互动形式，把看家
本领用上了——— 有的一边逗乐一边
带货；有的展示“豪门”身家要痛
快大酬宾；有的和厂家“临时”砍
价到翻脸；有的卖着卖着发现价格
报错了，一边哭诉自己亏大了，一
边 大 喊 “ 认 了 ， 为 了 粉 丝 就 亏 一
次”……真正成了直播如戏，全凭
演技。

互联网的尽头是带货。影视明
星涉水直播来分“蛋糕”，是网络
营销发展必然形成的格局，未尝不
是一个好的现象：不论演员还是网
红，在大数据算法的配合下，精准

把握观众喜好，对直播的场所、服
装、灯光、音乐等细节的处理有了
更高要求，进一步深耕内容、丰富
形式，是能互相促进提高能力、促
进直播产业良性发展的。

但更应该警惕的是，这种“演”着
卖，不该异化出新的“怪胎”：拿表演
当“流量密码”，刻意乱编剧情、浮夸
表演，迎合部分观众的“独特”审美期
待，一味求异求俗，用十足的“媚气”
完成带货，很容易就把直播间最需要的
真实、坦诚消解掉了。演出来的推销多
了、滥了，必然会失去绝大部分受众的
基本信任。

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对直播、视
频内容有控制、有标准，树立更加符
合文化需求的形象。唯有如此，直播
间的热闹才不会走向歪路，线上营销
才能实实在在赢得观众的心。

□ 周学泽

近日，蒋勤勤、杨蓉主演的电视
剧《当家主母》播出，该剧使用莫兰
迪色调，整个氛围十分阴森，人物脸
色惨白，没有血色。莫兰迪色调是以
意大利著名画家乔治·莫兰迪命名
的，其画风色系简单，饱和度低、灰
度高，偏向中间调。

因为过度使用滤镜，还被观众吐
槽的影片有：陈星旭、盖玥希主演的
电视剧《真相》，全片灰蒙蒙，剧中
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主演的白天戏
也看不清脸；《一见倾心》使用美颜
磨皮，演员面部失真，五官模糊，绿
色军装变成了黄色；古装剧《东宫》
中，斯琴高娃扮演的老太后磨皮严
重，除了头发是白的，脸部光滑无

比，一点皱纹也没有。
因为滤镜的广泛使用，广电艺术

似乎发生了一场革命，这当然是技术
进步所致，我们可以称之为“技术改
变艺术”。滤镜技术并不复杂，但滤
镜真正用起来却很难恰到好处，也可
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
短”，火候很难把握。比如，同是使
用莫兰迪色调，《延禧攻略》的演员
服装、环境布置等宁静质朴，给人一
种岁月的沉淀感。

“技术改变艺术”已是一种现
实，但这种改变必须经受市场的检
验，如果观众不喜欢，这种改变就是
失败的。这就决定了，滤镜只能是影
视艺术的辅助性技术手段，而不能喧
宾夺主。影视剧是光影艺术，需要用
光和影的细微变化来展现人物丰富的

内心世界。但滤镜是“订单制”，一
旦点击鼠标下达某一个色调命令，则
此色调将会改变大自然的一切光影变
化，让视频画面中的人和物失真，因
此使用滤镜必须慎之又慎。

我们看谢晋拍的《芙蓉镇》，张
艺谋拍的《红高粱》《活着》等影
片，电影中的光影变化十分丰富。
《芙蓉镇》中胡玉音衬着阳光做豆腐
的场景，胡玉音与秦书田在晨曦初露
时在街巷街道青石板上跳“扫帚舞”
的片段，在或明或暗中展示人物性格
的压抑和对生的渴望，光影有其不可
取代的指向意涵。张艺谋是摄影师出
身，在他导演的影片中，光影更是一
种常见的视觉语言，和《芙蓉镇》相
似，《活着》也多采用偏暗的色调，
但人物在昏暗的房子中对话，阳光却

透过窗棂；人物在灯光和暗影交织下
的夜巷中踽踽独行，构造出富有特色
的画面语言。电影《红高粱》以红色
调为主打，巩俐的一身红装、烈日闪
耀下的红高粱地、红红的高粱酒等
等 ， 直 到 影 片 结 尾 处 的 日 全 食 ，
“红”得让人目炫，在抗日等民族苦
难背景下，张扬的红色展现出中国人
极其倔强的生命力。

由这些运用自然光影十分成功的
老影片，人们迅速发现了“滤镜”使
用的不足。艺术应该附着在“人”身
上，影视后期技术制作，应锦上添
花，而不是喧宾夺主，当滤镜让人物
失去了真实的表情、神态，人成了塑
料般的假人和瓷娃娃，意味着滤镜的
运用必须适可而止，正所谓“人之不
存，艺将焉附？”

“评分注水”伤害了谁？

网红和演员何以互“卷”？

滤镜不能喧宾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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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昱

用铁锅演示天眼、用扫帚模拟太
空中的宇宙射线……近日，72岁的同
济大学物理学教授吴於人，站在镜头
前做趣味物理实验的短视频火了。这
位灰白短发的“吴姥姥”说话风趣，
实验及讲解好玩易懂、深入浅出、贴
近热点，吸引了大批青少年粉丝。像
她这样的科普达人还有很多，他们将
晦涩深奥的科学理论转化为可观、可
感的通俗知识，通过短视频解读、在
线直播演讲、VR和AR展示等方式传
播，有效地拉近公众与科学知识之间
的距离。

此类科普降低了理解知识的门
槛，而短视频平台恰好依据算法推荐
机制，让流量分配更加绿色、智慧。

其实，这不仅是科学知识的普及，更
是一种文化的传播。科学文化中弘扬
的理性、求是、求实等精神元素，将
为人们的工作、生活注入强大活力。

诚然，现实中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
为科学问题，可以用科学方法解决。比
如种树，有人不顾当地的生态，盲目种
树，引进外来入侵和带有病虫害的物
种，而短视频中关于此类知识的频繁
“轰炸”，让不少观众知道如何预防；
再比如，多地农民在水果成长过程中使
用膨大剂，如果刷到科学种植的短视
频，他们便会遵循规律。

长期以来，不少科普工作者，
包括科技主管部门，对科普的理解
是普及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
进而获得高素质的劳动力，使科学
家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这种

传统的“普及科学技术”大都从功
利主义出发，强调和重视的是实用
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的转化和应用，
内涵十分狭隘。不少网友吐槽一些
科 技 展 览 馆 ， 设 计 低 劣 、 设 备 陈
旧、管理落后，在科普手段、服务
水平上更是难有进步。这种种作为
的背后，暴露了管理者缺乏人文关
怀，更忽视了科学的文化内涵。

而碎片化时代的短视频科普，正
好补齐了这个短板。科普视频作为一
种文化产品，有着短、平、快的特
点，在选题上，既蹭社会热点也抓受
众需求，饱含对民众生存与发展、人
与自然和谐的关注；在内容剪辑上，
兼顾科学性和传播性、文本幽默有
趣。而且科普类作者关注的科学领域
十分宽广，可覆盖大部分受众的知识

盲区，结合播放平台根据不同的节
点，时常叠加定制推送，再配合线下
各种普及渠道，科普效果会更好。

不过有一点需要提醒，科普类短
视频作者，让原创内容的数量如井喷
式增加，可能导致视频平台不能对其
全方位监管。加上有些团队创作者缺
乏规范性、专业性、科学性，不经过
仔细研究考察就发表作品，可能会让
诸多歪曲、虚假的内容成为了漏网之
鱼。而用户无从分辨真假，观看作品
后发现与事实不符，会由此对科学产
生怀疑。因此，平台的监管，传播内
容的去伪存真尤为重要；视频作者也
应在内容创作与传播上严格把关，关
注人的存在、尊严和价值，让科普充
满人文内涵，使观众感知短视频科普
的力量。

感知短视频科普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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